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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 

 

本次出國目的在參加 2015 年The SIBR 2015 Osaka Conference 

on Interdisciplinary Business & Economics Research國際研討會，

由  Society of  Interdisciplinary Business Research (SIBR) 組織和泰國

的 Nakhon Ratchasima Rajabhat University 共同主辦，會議地點在日

本大阪的 Ark Hotel，會議時間為 2015年 7 月 2-3 日，總計2天。 

 

報告人的行程為台灣時間 6 月 30 日下午由高雄小港國際機場

出發，搭乘華航 CI0176 班機出境，於日本當地時間晚上抵達關西國

際機場，隨即安排機場附近旅店住宿。7 月 1 日上午搭乘大眾運輸

工具，前往開會地點，暸解住宿地點與研討會地點的交通往返時間。

7 月 2 日上午完成註冊與報到手續，並領取大會議程及論文摘要集

等會議資料，隨即進行非正式招待會及 2 天的議程。報告人於本次

研討會口頭發表一篇論文，於 7 月 3 日下午的第 2 個時段（3 點

到 5 點）進行，題目是 The Impact of Public Debt on Taiwan’s Economic 

Growth。論文共同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經濟學系朱琇妍助理教授。報

告人原訂於會議結束隔天 7 月 3 日返國，但適逢暑假，無法順利候

補機位。因此，於 7 月 6 日上午搭乘華航 CI0167 班機，於台灣時

間下午返抵國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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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人所發表的論文主要利用台灣 1976 至 2013 年的時間序

列資料，以自我迴歸分配落後模型（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

Model, ARDL）估計我國在樣本期間政府未償還債務餘額占 GDP 比

重與經濟成長率的長期關係。相較於傳統的共整合方法，ARDL 實

證方法的優點有三：一、可同時處理整合階次不同的時間序列變數；

二、只須估計單一方程式，估計結果簡單、容易解釋；三、允許模型

中不同變數有不同的落後期數。實證結果發現此二變數有長期共整合

關係，而且政府未償還債務餘額占 GDP 比重對經濟成長有顯著負向

影響。2008 年美國的金融海嘯波及全球，世界各國競相推出減稅，

並以舉債方式融通公共支出的「凱因斯思維」政策，以期刺激景氣，

早日走出衰退的陰霾。短期或可奏效，但根據本研究的結果，長期而

言，政府過多的舉債，實會排擠民間投資，不利於長期經濟成長。政

府應以最近希臘的債務危機為鑑，致力縮減財政赤字，避免政府債務

進一步攀升。 

發表後，主持人及與會者建議可進一步分析政府債務是透過何管

道影響經濟成長，例如民間儲蓄或勞動供給等因素。此外，雖然研究

領域或有不同，但報告人仍能與各領域的時間序列研究人員進行討論

與廣泛交換意見，對後續研究規劃及研究方向獲益良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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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目的 

本次出國目的在參加 2015 年 The SIBR 2015 Osaka Conference 

on Interdisciplinary Business & Economics Research 國際研討會，

由  Society of  Interdisciplinary Business Research (SIBR) 組織和泰國

的 Nakhon Ratchasima Rajabhat University 共同主辦，會議地點在日

本大阪的 Ark Hotel，會議時間為 2015 年 7 月 2-3 日，總計 2 天。 

本次研討會共收錄 243 篇論文，出席會議人士眾多。由於主辦

單位和地緣關係，出席的學者多為東亞的日本、韓國和香港，東南亞

的泰國、印尼和馬來西亞，以及美國、澳大利亞和台灣學者。本次研

討 會 論 文 主 題 為 「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Advancement: Past 

Experience and Future Agenda」，主要是討論跨領域研究的進展，包含

過去的經驗及未來的議題。此外，還有其他相關議題，包括教育與勞

動經濟學、企業倫理與法律、公共行政、應用計量經濟學、公司治理、

會計與金融、環境經濟學、經濟成長和消費者行為等。 

報告人的研究領域為公共經濟學，屬於政治學與經濟學的跨領域

學科。期望藉由出席此研討會進而和其它國家的學者切磋最新的計量

經濟學實證方法，交流研究心得，並分享實證分析過程和解釋估計結

果的心得，將國際晚近之研究議題及方法論帶回國內，已達成學術交

流的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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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過程 

報告人的行程為台灣時間 6 月 30 日下午由高雄小港國際機場

出發，搭乘華航 CI0176 班機出境，於日本當地時間晚上抵達關西國

際機場，隨即安排機場附近旅店住宿。7 月 1 日上午搭乘大眾運輸

工具，前往開會地點，暸解住宿地點與研討會地點的交通往返時間。

7 月 2 日上午完成註冊與報到手續，並領取大會議程及論文摘要集

等會議資料，隨即進行非正式招待會及 2 天的議程。 

7 月 2 日上午 9 點整開始第一個時段的論文發表，分四個場地

同時進行。10 點 30 分由研討會主辦單位泰國的 Nakhon Ratchasima 

Rajabhat University 校長 Dr. Wichean Foypikul 發表簡單的開幕詞及

歡迎茶會。7 月 2 日及 7 月 3 日中午皆在飯店舉行午宴。兩日的

會議共分 4 個場地同時進行 8 個時段的口頭報告，以及一個場次的

壁報發表。由議程的安排可看出主辦單位的精心規劃，內容緊湊充實，

使參與會議的人員得到最多的訊息及充分交流的機會。 

報告人於本次研討會口頭發表一篇論文，於 7 月 3 日下午的第 

2 個時段（3 點到 5 點）進行，題目是 The Impact of Public Debt on 

Taiwan’s Economic Growth。論文共同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經濟學系

朱琇妍助理教授。 

報告人原訂於會議結束隔天 7 月 3 日返國，但適逢暑假，無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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順利候補機位。因此，於 7 月 6 日上午搭乘華航 CI0167 班機，於

台灣時間下午返抵國門。 

 

參、 心得及建議事項 

報告人所發表的論文主要利用台灣 1976 至 2013 年的時間序

列資料，以自我迴歸分配落後模型（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

Model, ARDL）估計我國在樣本期間政府未償還債務餘額占 GDP 比

重與經濟成長率的長期關係。相較於傳統的共整合方法，ARDL 實

證方法的優點有三：一、可同時處理整合階次不同的時間序列變數；

二、只須估計單一方程式，估計結果簡單、容易解釋；三、允許模型

中不同變數有不同的落後期數。實證結果發現此二變數有長期共整合

關係，而且政府未償還債務餘額占 GDP 比重對經濟成長有顯著負向

影響。2008 年美國的金融海嘯波及全球，世界各國競相推出減稅，

並以舉債方式融通公共支出的「凱因斯思維」政策，以期刺激景氣，

早日走出衰退的陰霾。短期或可奏效，但根據本研究的結果，長期而

言，政府過多的舉債，實會排擠民間投資，不利於長期經濟成長。政

府應以最近希臘的債務危機為鑑，致力縮減財政赤字，避免政府債務

進一步攀升。 

發表後，主持人及與會者建議可進一步分析政府債務是透過何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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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影響經濟成長，例如民間儲蓄或勞動供給等因素。此外，雖然研究

領域或有不同，但報告人仍能與各領域的時間序列研究人員進行討論

與廣泛交換意見，對後續研究規劃及研究方向獲益良多。最重要的是

與國際學者們的意見交流，可瞭解目前國際上時間序列研究方法應用

最新知識及應用領域。報告人認為參加此種國際性研討會有助於提高

學術視野，因此期望國內專家學者能多加前往參會，以便提高國內時

間序列研究在國際上之知名度，對於個人之研究可吸收最新研究方法，

將有極豐富的啟發及研究助益。 

國際學術交流對於相關領域的從業人員是必要的活動，其中，又

以國際型學術研討會最為重要。因為國際性研討會提供一個平台，可

以讓學術人員、出版社及業界人士，充分交流。報告人本次出席 2015 

年 The SIBR 2015 Osaka Conference on Interdisciplinary Business & 

Economics Research 國際研討會，成果豐碩。除與印尼、韓國、日本、

泰國及其他國家與會之專家學者交換研究心得外，也吸取很多寶貴經

驗與想法。建議國內專家學者多能在參與多國舉辦之國際研討會後，

貢獻經驗，提供國內的國際研討會籌備參考。有感於研究不能閉門造

車，應多與各國之研究學者專家交流，才能以獲裨益，使國內有志從

事時間序列及財政政策研究之年輕後輩，除學校課程與參與研討會外，

能進一步在研討會中學習理論基礎及實務之機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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